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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４年生命教育──服務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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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服務場域介紹 

 

 

二、 服務學習內容 

  本組是由得勝者文教機構領導，至四箴國中做＜情緒管理＞課程輔導，於

每個禮拜五最後一節上課，課程主要由志工老師領導、我們師培生做助教，工

作內容含幫忙管理班級秩序、發放獎勵（得勝卡與糖果），視狀況得試教課程，

並由志工老師分配習作本、分工批改。 

  本組分別指派給不同的班級與志工老師，狀況不同，擬表如下： 

 蔡旻哲 亷千儀 

班級狀況 乖巧安靜 活潑吵鬧 

秩序管理 較不費力 較費力 

發放獎勵 志工老師授意，助教執行 

作業批閱 

（負責件數） 

全班 １０本 

授課經驗 
活動「時間精算師」 「單元六──我能…尋求他

人的幫助!」 

其他工作 幫助活動進行（比如遊戲計時、遊戲示範等） 

 



三、 特殊經驗分享 

蔡旻哲 

  若真要說比較緊張的，應該是在於服學課程倒數第二周的時候，所進行的

試教，那一次，我們的單元內容是「我能積極行動地解決問題」，我並不是帶全

堂，而是在老師教完了書寫作業後，進行時間精算師的活動，將整堂課結束，

「生活精算師」必須將一個學生一天晚上所要進行的活動以先後順序來安排，

當時雖不是臨時上陣，但對於究竟要用甚麼方法來進行活動還真是沒拿準辦

法，後來就叫他們用以上的方法用自己的意思寫下順序，之後再統計一下的哪

一件事是排第一個，不出所料那種可以放學回家順便做的購買勞作用具幾乎被

放在第一個，比較訝異的是竟然有同學把寫數學習作放的一個，不知是太認真

還是腦袋燒了。之後我就跟大家講其實台灣的國中生真的很累，所以千萬別覺

得自己沒用，你們已經承擔太多太多東西了，願意在這繼續讀下去算是夠意思

了，因為個人不喜歡開一些甚麼大家生活太幸福，要好好努力競爭才不會完蛋

這種屁話，台灣的學生天生下來就不缺競爭，沒必要為了升學率跟帳面上的競

爭力去要求他們把能力投入更多，這堂課算是下的了台階，結束了，我整整九

週我也就上過這麼一次課。 

 

亷千儀 

（一） 陪伴＞專業 

  Ａ是班上的幹部，因為要管理班級秩序，有時候也會被班上部分同學排

擠，有一次Ａ上課算數學算不出來，我下課跟他拿來看，跟他允諾我回家算，

一個小時後幫他解題，後來也不負所望，至此之後跟Ａ打好了關係，Ａ在段考

前也問我生物，我無法直接教他，於是透過網路資源給予幫忙。 

  從Ａ的例子我發現，我並不是數學很好、生物也是憑著印象幫忙，但比起

專業好的老師，或許Ａ從我這裡發現的，是我身為教者的誠心，而我們也是憑

著這份誠心才擁有了良好的情誼。 

 

（二） 「我們是同一國」的認同爭取 

  Ｂ有感情上的困擾，我平日沒怎麼跟他接觸，是透過他朋友的簿子留言時

才意 外得知，便跟他約下課討論。我想學校所擔心兩性關係的不外乎兩個狀

況：過早的性關係與學業成績，於是我跟Ｂ和他朋友們舉例我的戀愛故事、曉

以大義男生不可靠的觀念，告訴他們有時候女生付出、犧牲太多卻是看錯人，

希望他們既然是真愛，就不用急，多一點了解、多一點自我保護，不要把身心

都付光了。後來不出兩個月，Ｂ果然告訴我對方已經不喜歡他了，除了安慰我

也藉此證明這個年紀的男生不太懂感情的道理。所幸Ｂ似乎還過的不錯。 

  透過這件事，我發現學校雖一力避免兩性關係的發展，但效果不彰，青少

年本來就是開始對異性感興趣的年紀，如何抵擋？只是強硬的規定學生，學生



不但不了解原因、還反而懼怕老師，導致後來釀禍了學校卻還被瞞在鼓裡的狀

況。若要真的幫助學生，應該先帶入健康的兩性關係，並且站在學生的角度去

思考事情，比如此事我以「同樣身為女性」的角度跟他們討論兩性關係，Ｂ和

她的朋友們就很能認同，成為「她們那一國」後再去討論其他，學生才會真的

去思考與理解。 

 

（三） 「你認識我，但不了解我」？！ 

  Ｃ有家庭跟人際上的困擾，在簿子裡常常有悲觀、無奈的字句，後來他當

面跟我說「我覺得你認識我，但不了解我」，我便下定決心要更靠近他。透過

line 我得知更多他的事，因為父母離異，父親另有交往對象，時常沒把小女兒

放在心上，也比較常照顧哥哥、姊姊，再加上家中祖母常責備母親壞處，讓家

裡氣氛常常緊張，哥哥姐姐也常有不良的行為，還好Ｃ並不認同；在外，C 雖

平常表現得好像很活潑、愛笑，其實心中苦澀，常覺得班上同學大部分都不喜

歡自己，看待事情悲觀，甚至有「世界很無聊」、「想跳樓」、自殘的想法行為，

每當他有這樣的想法，我都會想盡辦法說服他，比如他抱怨父親不重視他，我

便比喻父親也是第一次當爸爸，事情哪有第一次就做得很的呢？就像是數學考

試，難道每一次都考高分嗎？ 

  Ｃ也曾因為我不跟他出去吃飯，而說想要跳樓，我驚覺關係拿捏的重要，

極力告訴他我的苦衷，也跟他聊別的事情轉移注意力，之後讓他好不容易答應

我，不會為了別人傷害自己。然而Ｃ其實是個細膩、貼心的孩子，成績是全班

前十，作文寫的還不錯，也常問我一些人生際遇的問題，雖然不知道他理不理

解，但多表達同意。 

四、 成長心得與啟發 

蔡旻哲 

要說這段時間究竟服務了些甚麼?一下我還真

不知從哪裡開始講，我不是那種可以跟人迅速混熟

的人，也不是很會講笑話吸引國中生，所以若真的

要我說我是否有辦法給他們啟發我還真沒信心。但

如果是我自己成長了些甚麼，那倒是有不少，比如

我用這段時間接觸了一下時下的國中生們，雖然談

不上深入但我了解到他們生活跟內心的大致狀態，

以前基本上認為國一生不會有太多人把成績當回

事，想不到現在每次改簿子十本里有至少六本都跟

我抱怨課業很種很難，道也不是我覺得他們課業有

多輕，只不過沒想到他們真的會在意而已，也許他

們只是覺得功課很多很麻煩，考試很多很累，但內心其實是只要能過關就算

了，對他們來說外表、口才、或人際關係可能更切中他們的內心需求，結果才



發覺原來大多數國醫生就在想這些跟成績和未來有關的事情了。 

但我想也可能這是一種最方便的答題方式跟應付方式吧，我每個禮拜要改

三十份簿子，這些簿子裡有很多人是流於形式的寫下課堂心得跟內心困惑，因

為要他們這些每天有很多事的人去載同一個時間點深思自己的問題本來就是件

違反自然的事情，每個人都會有深思自己的時候，但要一群人在一個規定的時

間內進行生命得思考，怎麼想就知道不可能，因此我並不認為那些在習作上敷

衍我的人是不看重自己的身活跟自我的，許多人只是不願意在這個時間點進入

課堂的主題但不代表回家之後不會去思索，就像老師上數學的時候底下的學生

不見得當下就在腦袋中跑出方程式的解法，可是多多少少在考前別人不提時他

們也會自己驗算，得勝者課程也是如此的。 

如果就實務技能上來說我獲得了甚麼，至少我改簿子跟審視該人的行文心

態的能力被磨練了起來，這也許是最大的技術性收益了，你能在這上面發掘到

誰是真心的提出問題、誰只是流水帳的應付一下、誰認為老師的解釋問題方式

無法滿足自己等等。然後用自己能夠很認真的、不敷衍的態度去回應他們的需

求，因此每天必須有恆心的分批去改定量的簿子，也使我廢弛已久的每日定期

上工時間被重新維持。 

另外，對於教課的經驗方面，我察覺到帶活動跟把學生的注意力吸引過來

是件不容易的事情，至少我必須先克服我認為自己怯場，或認為他們反應不熱

烈的問題，如果說是技術性問題的話就是板書也是個問題，不管教甚麼，老師

還真是個專業的工作。 

 

亷千儀 

  以下是我最後結業式寫給學生的信： 



 

  在寫這封信的時候，我也不斷反思，究竟在最後一次還有機會告訴她們些

什麼的時候，到底要說什麼？有什麼是我還可以帶給他們的？又有什麼是他們

真正需要的？我想這約略就是生命教育的真正目的吧，生命與生命間的串聯與

感動。 

  曾經在路上遇到一個班上的孩子，我們之間也偶有聯絡，只是他沒什麼身

心問題，看到彼此我們打了招呼，然後就各自走開了，我發現，真正需要我們

幫助的人，其實不多，有些孩子夠堅強，你的存在已經足夠：有些孩子家庭夠

溫暖，我們不過是錦上添花，真正需要我們注目、給予擁抱的，往往躲在角

落，需要「大手牽小手」的其實不多，僅看我們如何發覺、如何真誠付出。 

  信裡寫的，我也不知道有沒有寫對，但我想，真正對成績在乎的，不會因

為我的一句話改變志向；真正擁有溫暖的，若對信中有所疑惑，他生命的貴人

會給予他更正確的建議；這封信，我所求不過「問心無愧」四字，希望他／她

能聽懂吧。 

 

五、 給服務機構之建議 

（一） 雙向的溝通與教育→自殺防治課的例子（蔡旻哲） 

  對於教學老師的部分，我覺得應該增加討論某些議題的時間。 

  我印象比較深的是有一次上到自殺防治這個議題的時候，由於老師在解釋



人為何不能自殺時是把原因歸結到神的身上，認為神才擁有人的生命，引起不

少人的反彈或不解。那一堂課結束後，我回去所改的學習單中，有五六張被老

師拿去親自改，我知道是因為老師發覺裡頭有特別不以為然的言論，而我拿去

改的部分，則分為兩種：一種是接受；一種是敷衍，我其實覺得那天的自殺防

治教學並不成功，首先當老師說出神才能決定人的生死的時候，就已經決定了

開場的困難了，首先很大比例的人沒信教、二來，不知是太早熟抑或師資訊太

發達，我察覺國中生抽象思考的能力有相當程度的上升，對於生死問題他們有

些人有既成的看法，倒也不是支持自殺，只不過有些人對於「自殺者有罪」、

「自殺者會下地獄受罰」等說法不以為然，有很多人馬上提出，要是那人很痛

苦？要是這樣神幹嘛不幫他?等等，老師跟學生處於兩種不同的思維辯證模式當

中，兩這對於不可自殺的理由主體「神」的定位跟解讀有很多不是南轅北轍，

就是沒有真的體會到意思，反正老師說啥，就跟啥會比較容易。 

  我認為在這個年代當中，既然已經確定教育是雙向的，就必定要增加比雌

溝通討論的橋樑，尤其是這種沒有正確答案的事情上面尤其是如此，那堂課程

基本上是以老師來詮釋人命可貴不可自殺這樣的概念，可是當老師論述到自殺

的意義甚至定罪時，很快就出現了問題，並不在於大家喜歡自殺，與其說大家

不反對自殺，更明確不偏頗的來講應該是，大家不認為武斷的認定自殺者有罪

是一個關鍵，可是在那堂課上根本就沒有機會跟空間來進行這個探討，所以很

難達到效果還把問題搞僵，老實說我覺得這次服務學習的課程，在那堂課是轉

折點，從那堂課以後，我發覺到有些學生開始質疑課程，大家對這堂課的態度

也因此由前幾堂的接受轉向不解，這是有點可惜的，希望以後在設計課程上可

以針對某些議題做一些探討式的進行而非把老師當作唯一的標準。 

（二） 輔導室資源、人力進駐→長期＆持續性幫助 

  在輔導學生的過程中，因為得勝者、師資生終究不是能長期陪伴在學生身

邊的單位，也無法私下長談、深入了解，就算有如此舉動，取得學生信任，未

來師資生、志工倘落離開此校，受服務的學生依賴頓失，狀況恐怕加劇。若輔

導室能多有人手支援，或者志工本來就駐點於輔導室，平日較有機會見面，就

不會有私底下接觸的種種不便，身分也較有分別，不會有公私不分的現象。 

（三） 多元教材為主、課本教材為輔→情感教育的教課方法？ 

  在情義教學上，課本類的教材其實成效不大，只對身心狀況健康的學生起

的了作用，對於那些對生命、生活悲觀消極的孩子，課本作用不高，以四箴國

中舉例，應以多元教材為主、課本教材為輔，比如用電影、課外閱讀（或說故

事）等帶入今天課程主題，再請學生討論相關議題，寫下心得，或許學生更能

將這些課題印入腦中，而非紙上談兵。 

（四） 單元量減少、改為大方向課題→兩性關係、人際溝通、生涯規劃 

  據我這半學期情緒管理的課程輔導經驗，課題內容過於瑣碎（如下圖），學

生多感老生常談而志工老師又有進度上的壓力，一課也只有４５分鐘可以詮

釋，深度不夠，學生沒有吸收。針對此，我認為不需要太細的課題，應是一大



課題授課，相對節數拉長，如中學生疑惑未來走向，應規劃類似課題，以電

影、讀物、學習單（如圖，網路上找的），培養學生找出自己的興趣，已定未來

方向，這種課題四堂課左右應該差不多。 

 


